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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谢读者在“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前驻足和浏览。
我们为什么要译介和出版这套丛书？
学术会通时代。
科学与技术从来都在为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助跑，这在我们身处之时代尤为显著。
在这新纪喷薄、百业腾骧、中华数千年文明将再现辉煌的历史时刻，中国的心理学工作者应该有所作
为。
心理学正日益走近和踏入我们的生活。
目前它几乎已成“热学”。
林林总总冠以“心理学”名谓的出版物不断更新着书店和读者的书架。
心理学不再神秘。
但也不必讳言，从“心理学”这棵大树繁衍开来的过度茂密的枝蔓，使其主干倒显得有些不明了。
严肃的心理学工作者应该做些修枝整叶的工作。
没有心理学主干的承托，心理学之树的常绿是不能长久的。
培本固干是本译丛的宗旨。
我们的目光还应看得更远。
国内外均有学者断言，心理学将成为2l世纪的“显学”。
我们同意这一观点，这并非心理学家的自大，某种意义上，这是科学发展史的必然走向。
心理学是研究人类自身奧秘的科学，即使在近代科学诞生之前的所谓“前科学”的粗放时代，人类就
已开始或一直在关注自身（我）。
先哲们深刻的理性思考中蕴涵着无数实质为心理学的问题。
仅就“知”的领域而言，以当代著名心理学家、发生认识论者皮亚杰的理论分析，所谓“格物致知”
，实际包含着一种“双向建构”的过程。
人类的知识，不管是群体，还是个体，其构成都是这一双向建构的产物，即人（类）在认识世界的p-]
时，自身的认知结构也得到了提升，而且，人（类）又不断使用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锤炼的“认知结
构”这一利器，反身解剖自己的认识（甚至包括认知结构本身）'并及于其他专属于“人”的领域——
意识的、思想的、情感的、人际的、个性的诸多方面。
这种自我解剖的功能，唯有“地球上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才能做到，它是人类精神的本质
所在。
而且，随着人类自身的发展，它会变得越来越自觉和深入地理学地位的日益凸显正是与此相伴随的。
当今社会的发展已为之提供了许多佐证。
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紧迫呼唤科学心理学的介入，因为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
现代化的大厦须以“人”为支撑点。
以现代人的智慧、理性、道德和情操，才能真正构成现代的文明。
这对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当代中国来说，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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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圣约翰大学心理学教授Jeffrey S.Nevid和Spencer A.Rathus会同纽约大学的Beverly A.Greene联合编
写，三位编写者都是长期从事变态心理学研究、教学和临床实践工作的临床心理学家，不仅学术造诣
深厚，而且具有丰富的临床和教学经验。
    本书整合了多元化的理论观点，在异常心理是多种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整体
观念的指导下，从心理、生物和社会三个层面对各种心理障碍的病因、发病机理、临床表现、诊断、
预防和治疗措施进行了介绍。
全书资料新且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学科定位准确，其科学性和实用性强，使本书内容适合心理系学生和研究者使用。
同时也可以作为医学生，特别是精神科医师的参考书籍，为他们提供所欠缺的关于异常心珲现象的心
理学专业理论知识和方法开阔他们的眼界。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变态心理学>>

作者简介

Jeffrey S.Nevid是纽约圣约翰大学心理学教授，指导圣约翰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课程，教授研究方法、
心理评估和行为治疗的研究生课程，还指导博士生的临床实习工作。
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的阿尔巴尼分校完成了自己的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曾是纽约的特洛伊
市SAMARITN医院的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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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DSM的作者也认识到他们用精神障碍这个词是有问题的，因为心理障碍和精神障碍之间存在一
种长期但模糊的区分（AmericanPsychiatricAssociation，1994，2000）。
他们指出有许多的精神障碍中存在躯体问题，而躯体障碍中又存在精神问题。
此诊断手册继续使用精神障碍一词是因为它的研究者一直没找到一个适当的可代替的词。
在本文中我们用术语心理障碍代替精神障碍，是因为我们感到把异常行为放在心理学范畴来研究更公
正、恰当。
而且，心理这一词更好地囊括了行为模式和严格的心理体验，例如情绪、思想、信念和态度。
心理学家JeromeWakefield（1992，1992，1997，2001）提出障碍（disorder）一词应被概念化为“有害
的功能紊乱”。
一种有害的功能紊乱通常表现为某一心理或身体系统不能进行正常的功能活动，结果导致对个体有害
的或负面的结果。
根据这一界定，仅用功能紊乱不能全括障碍的定义。
例如，即使一个人天生有两个肾，那么如果只有一个出现了功能障碍，而这一个肾不能正常工作（或
失去一个肾）并不会对个体的正常生活产生损害。
相反，在脑记忆力的储存或恢复上的功能紊乱则称为障碍，因为它导致了有害的结果，例如记忆缺陷
会使这个人很难有效地工作。
虽然我们发现不是所有的心理学家都同意Wakefield提出的概念，但是他的概念还是有一定启发性的
（Lilienfeld&Marino，1995）。
现存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还不能对什么是心理系统的正常功能构成达成一致（Bergner，1997）。
最后，我们应该认识到DSM是用来对障碍分类的，不是给人分类的。
我们不是把某个人分为精神分裂或抑郁症，我们指的是一个具有精神分裂症的人或重性抑郁的人。
术语上的区别不仅仅是语义的问题。
把某人归类为精神分裂则传递出一个不幸的并令人耻辱的暗示，即一个人的身份由其所患障碍定义了
。
DSM的特征DSM是描述性的，不是解释性的。
它描述异常行为的诊断特征或用医学术语说明异常行为的症状；它并没有试图解释异常行为的原因或
采用任何的理论框架，如心理动力学或学习理论。
利用DSM分类系统，临床家通过把来访者的行为与定义为特别的异常行为（心理障碍）的标准相匹配
得出一种诊断。
表3.1呈现了广泛性焦虑障碍的诊断标准。
我们根据异常行为类型所共有的特征把他们进行分类。
例如，主要具有焦虑特征的异常行为类型。
如惊恐障碍或广泛性焦虑障碍（见表3.1）都被归类为焦虑障碍，而具有情绪混乱特征的行为被归类为
心境障碍。
DSM推荐临床家根据五大因素或五个轴来评估个体的心理状态。
这五个轴提供了关于个体的大量信息，而不仅仅是一个诊断（见表3.2）。
这一系统包括下列五个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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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变态心理学:变化世界中的视角(第6版)(套装上下册)》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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